
下图：整治前的新厝村坑塘垃圾堆积。 （资料图片）

上图：整治后的新厝村坑塘水清岸绿。 （资料图片）

上图：整治前的石榴镇梅东溪杂草丛生。 （资料图片）

下图：整治后的石榴镇梅东溪重现一泓清流。（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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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被欠薪怎么办？找“安薪专员”！日前，
漳州市总工会、市检察院在全省率先实施“安薪
计划”，建立劳动争议溯源治理机制，聘任 27 名

“安薪专员”、10 名特邀“安薪专员”，建立工检维
权新机制，共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安薪计划”将如何开展？能够给劳动者带来
什么？近日，记者走进漳州市总工会、市检察院，
探索“安薪计划”的安心密码。

解决群众忧“酬”

“这笔工资到手了，我们也放心了。”在市总
工会和市检察院的帮助下，何某等 9 名农民工被
拖欠的 6万余元薪资被全数追回。

日前，诏安县总工会发现农民工何某等 9 人
被欠薪，遂向公司发出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公
司未及时整改，工会又向人社部门发出劳动法律
监督建议书并同步抄送检察机关请求协同监督。
检察机关经调查研判，发现公司已经将工程款全
额拨付给承建责任人，该承建责任人仍恶意欠
薪，经多次催讨拒不支付，其行为可能构成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罪，于是向人社局发出检察建议，
推动人社局及时责令责任人支付劳动报酬，并在
相关责任人仍拒不支付的情况下，将线索移送公
安机关刑事立案。

检察机关与工会会同侦查机关等部门，经多
次释法说理，帮助农民工何某等 9 人追回全部欠
薪。目前，案件正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

“在以往遇到的案件中，有很多劳动者由于
法律认知和维权意识不足，在利益受到损害时不
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能吃哑巴亏。”
漳州市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何维说。

如何建立长效机制，畅通部门联动机制，更
好地为劳动者“护薪”？

今年 4 月，市总工会、市检察院联合下发《关
于实施“安薪计划”（试行）的通知》，率先在全省
建立工检维权新机制，发挥工会和检察院职能
优势，共同维护广大劳动者合法权益，围绕“立
足预防、立足调解、立足法治、立足企业”工作方
针，打造职工“及时接访、分级调解、联动处置”
工作体系，化“被动受案”为“主动保护”，为劳动
者提供全方位安全保护，构建平衡劳资关系，减
少企业劳资纠纷，促进企业健康经营，推动优化
营商环境。

5 月 29 日，漳州市总工会、市检察院首次召
开“安薪计划”工作联席会。双方负责人表示，将
立足工会和检察机关职能，发挥各自优势，统筹
用好“安薪专员”力量，共同实施推进“安薪计
划”，确保实现“1+1＞2”的最大效果。

据悉，工检双方将依托联动工作平台，共同
成立“安薪专员”队伍，建立专人负责机制。借助
12351 工会服务职工热线、12309 检察服务热线，
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建立线索双向移送、矛盾纠
纷协同化解等工作机制。

联席会上，双方聘任 10 名特邀“安薪专员”、

27 名首批“安薪专员”。其中，特邀“安薪专员”将
结合自身岗位职责，开展帮助发现线索、协同调
解争议、提供法律帮助、实施综合救助等工作；

“安薪专员”负责实施“安薪计划”过程中工会与
检察机关的日常联系、信息共享、线索移送、研判
处置、结果反馈等工作。

“我们将用心用情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让
他们不再烦‘薪’忧‘酬’。”作为特邀“安薪专员”，
南靖高新技术产业园管委会党工委委员魏胜强
去年参与协调解决农民工讨薪纠纷 128 起，涉及
农民工 2400多人，涉案金额达 2860多万元。

督促企业自查

“‘安薪计划’的推行，不仅能保障劳动者权

益，同时也能监督企业堵漏建制，把风险隐患消
除在萌芽阶段，为企业提供一层保障，实现劳资
双方双赢。”何维说。

今年 4 月，漳州市检察院、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人社局、市总工会等单位联合发布了全省首
份《企业用工合规指引（2024 年版）》，针对企业
劳动用工领域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指引讲解，
明确劳动合同的订立合规、劳动合同的履行合
规、劳动合同的解除合规、灵活用工合规等四个
部分内容，预防企业劳动用工风险，提升规范用
工意识。

日前，长泰检察机关在走访企业时发现，一
家企业未依法对新聘员工进行安全生产培训就
让员工上岗作业，可能会对员工工作时人身安全
造成危害，也成为公司生产的一大安全隐患。发

现问题后，检察机关建议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指导
企业开展合规建设，建立完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制度，保证招聘前做好培训计划，规范完成安全
生产教育培训，从源头上消除风险，并引入第三
方评估。

“通过案前合规预防、案中合规监督、案后跟
踪监督的全链条监督体系，让企业在用工过程中
更安全，也更安心。”何维说。

漳州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林百荣介
绍，近年来，工会联合企业开展“集体协商要约
月”活动，重点开展新就业形态群体示范性集体
协商活动，主动要约新业态行业企业，先后促成
市快递协会工会与快递行业公司、万顺叫车工
会与叫车平台之间的集体协商，为全市 5000 多
名快递员工、300 多名网约车司机争取到工资薪

酬、福利、休息休假、安全生产、劳动保护等方面
的保障。

市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每年围绕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防暑降温、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权益保障等事项，及时向全市用人单位发布劳
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形成提示劝导用人单位依法
用工的强大声势。针对特定用人单位不合法、不
合规的苗头倾向，在督促企业优化职工安置方
案、合理制定规章制度、建立职代会制度等方面
发出精准提示，打通落实劳动法律法规的“最后
一公里”。

根据“安薪计划”部署，工会、检察机关可以
联合组建普法工作队伍，深入开展法律服务行
动，为企业提供法治体检，为劳动者提供法律咨
询。组织联合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送法进
企业、进社区、进乡村活动，增强劳动者及用人单
位的法律意识，预防减少劳资纠纷。

推进“一函两书”

自 2017 年起，漳州市总工会积极探索建立
劳动纠纷预防调处一体化机制，推动在基层工会
组织建立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和“一函两
书”（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工会劳动法律监
督意见书和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机制。目
前，已基本形成“工会搭台、部门共建、社会共创、
职工共享”的工作格局。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扩面提质，完善一站式
服务体系。联合司法行政、人社、检察院、法院等
部门，深入实施‘安薪计划’，逐步实现预、调、裁、
审等职能有机衔接。”林百荣说，工会将汇聚多元
参与的工作力量，最大限度地整合基层工作力
量，组建“安薪专员”队伍，引进律师、志愿者及具
有调解工作经验的各方面人士参与“安薪计划”
工作，促进劳动争议早化解早解决。

根据“安薪计划”，工检双方将建立跟进监督
保障机制，工会依法依规制发工会劳动法律监督
提示函、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工会劳动法
律监督建议书的，可以同时抄送检察机关。检察
机关要从中主动发现劳动者权益保障线索，综合
运用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依法
跟进实施法律监督。

同时，建立协同监督保障制度。对发现的涉
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女性、未成年、残疾、老年
劳动者等特定群体权益，或者涉及社会保险费欠
缴、拖欠农民工工资等群体性纠纷且用人单位不
予配合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启动法律监督程
序。对于某地区一定时期内违法用工案件多发、
频发，或者已发生的案件暴露出明显的劳动用工
管理监督漏洞，需要督促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和改
进管理监督工作等情形的，检察机关可以向有关
单位和部门提出检察建议。

“我们将线索分为检察监督、工会维权、矛盾
化解、普法预防四个类别，根据不同类别，采用不
同的处理方式，以应对各类问题。”何维说。

漳州在全省率先启动实施“安薪计划”，构建工检维权新机制

安“薪”更安心
□本报记者 杨凌怡 潘园园

首批“安薪专员”聘任仪式现场 （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 萧镇平 通讯员 刘钦
赐 林芷逸） 近日，“漳台共筑振兴路・

‘鱼’见南山兆丰收”烹饪大赛在南山村火
热开场，漳台两岸厨师切磋技艺，上演了
一场色、香、味俱全的大比拼。

现场高手如云，厨师们各展所长，
煎、炒、蒸、炸轮番上阵，金丝鲈鱼、芙蓉
鲈鱼卷、鲈鱼盏、闽南瓜果鱼……一道道
鱼肴令人垂涎欲滴。

陈慕义来自台湾高雄，现在芗江酒
店担任厨师。他说，漳台美食文化一脉
相 承 ，口 味、食 材、烹 调 等 均 有 相 似 之
处，这次活动进一步加深了两岸美食文
化的交流。

南 山 村 位 于 芗 城 区 石 亭 街 道 北
面，距镇区 5 公里，村民多从事淡水养
殖 。几 年 前 ，黄 长 顺、黄 西 琪 等 村 民 到
外 省 考 察 后 ，把 加 州 鲈 鱼 苗 带 回 村 里
试养。慢慢地，越来越多村民也开始养
殖加州鲈鱼。

村支书黄宝德说，加州鲈鱼养殖周
期短，七八个月长至 1 公斤左右就可出
成鱼，且肉质好，市场需求大。他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一般一亩鱼塘能放七八千
条鱼苗，每条 2 至 3 厘米长，成本 1 元左
右，这几年收购价在每公斤 35 元左右，
每亩利润可达数万元。

找准了这个富民产业后，南山村不
断扩大养殖规模，如今已形成“党员能人
模范带、能人大户传帮带”模式，带动 70
余户农户养殖鲈鱼 370余亩。

其实，南山人除了会养鱼，还会做
鱼。南山村外出务工者中，当厨师的居
多 ，这 些 厨 师 散 布 在 厦 漳 两 地 餐 饮 店
中 。村 里 还 成 立 了 全 区 首 个 村 级 厨 师
协会。

前不久，在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组织
召开的一季度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进展情况
调度会上，漳州市生态环境局做典型发言，重点介
绍了漳浦县“产业协同”“尾水农用”等治理模式。

截至今年 2 月，漳浦县摸排的 216 条黑臭水
体已基本消除黑臭 204 条。在实践中，漳浦县积
极探索村镇黑臭水体与生活污水协同治理，将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项目与乡村振兴项目、
人居环境整治等相结合，以“控源截污、清淤疏
浚、生态修复、水系连通、资源化利用”为主要工
程措施，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夏日炎炎，正是检验黑臭水体治理成效的
关键季节。近日，记者走进漳浦县，探寻让污水
变身生态水的故事。

产业协同 驱动发展

石榴镇梅东村，村口的梅东溪水清岸绿，鱼
翔浅底，白鹭蹁跹。“30 多年了，终于能站在溪
边，好好看看这山这水。”望着碧绿的溪水，梅东
村党总支书记陈三洋感慨地说道。

石榴镇位于漳浦境内流域面积最大的河流
鹿溪中上游，梅东溪是鹿溪的支流，位于石榴镇
南部片区，全长约 6.7 公里，自高而低依次贯穿
石榴镇南部的梅北村、梅西村、梅东村，当地称
为“三梅”片区。在陈三洋的儿时回忆中，常常有
孩子在村口的梅东溪游泳，家家户户都从溪里
抽水溉田。“小时候，到了端午节，这里还举办龙
舟赛。”村口的这条小溪，承载着“三梅”片区村
民们许多美好的回忆。

然而，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人口增长、农业
生产规模扩大，化肥用量越来越多，加之村民环
保观念落后，大量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散
养畜禽粪便及农田废水排入河道，导致梅东溪
淤积严重，水面上漂浮着油渍与生活垃圾。

梅东村位于“三梅”片区的最下游，该段的
黑臭水体情况最为严重。曾经能容 3条龙舟并驾
齐驱的河道，充斥着淤泥和杂草，最窄处仅剩 1
米宽，又脏又臭的溪水在此直接汇入鹿溪。

2022 年 1 月，生态环境部等 5 部门联合印发
《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2021—
2025年）》，3月，财政部发布《关于开展 2022年农
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漳浦县有 6
条黑臭水体被纳入国家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
项目，石榴镇南部片区黑臭水体就是其中之一。

根据该段黑臭水体的实际情况，项目以“控
源截污+清淤疏浚+生态修复+水系连通”为技
术路线，通过专项债资金、中央资金及县级财政
资金配套等统筹保障黑臭水体治理工作。

“黑在水里，源在岸上，关键在排口，核心在
管网，控源截污是黑臭水体治理的重中之重。”
漳浦县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陈捍南说。为了从根
本上控源截污，石榴镇南部片区黑臭水体治理
项目新建两座生活污水处理站，配套建设主管
网 23805 米和接户管网 25455 米，污水纳管率

83.6%，解决生活污水直排问题。
针对石榴镇南部片区黑臭水体坑塘及河流

水量少、水体流动性差等问题，当地通过引入鹿溪
水源，实现流域内各水系连通，恢复水体自净力；
同时，建设松木桩护岸，增设曝气增氧设备10台，
以增加相关流域水中氧气，提升水体自净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漳浦县还将水体治理与产业
发展紧密衔接，推动生态质量与产业质量双提升。

填鸭是石榴镇的特色产业，然而，大多数为
家庭式分散养殖，养殖粪污未经处理直接排入
河道。为此，当地将黑臭水体治理与推进乡村振
兴工作相结合，建设填鸭种养加一体化现代农
业产业园。产业园建设集中化的填鸭养殖区和
专业化加工区，实现填鸭养殖粪污和屠宰废水
的集中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同时推动鸭深加工
发展，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园区建成后计划年出
栏 500万只填鸭，全产业链产值 22亿元。

尾水农用 生态循环

在六鳌镇新厝村，村民林顺风来到自家地

瓜地，弯下腰轻轻一拧阀门，智能化抽水机就
将不远处坑塘中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不断吸
上来，通过一个个旋转喷灌头均匀喷洒到每一
寸土地。

林顺风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昔日的“臭水”
如今竟成为自家农田的灌溉水。

新厝村三面环海，淡水资源稀缺，当地多种
植地瓜、大葱，常常面临灌溉用水不足问题。

村支书林兆奎回忆，上世纪 80年代，村民们
都用这坑塘中的水灌溉农田。夏日的傍晚，村民
们拿着板凳和蒲扇，坐在坑塘边的空地乘凉唠
嗑。90年代，随着村里人口越来越多，生活污水、
农业废水全部排入坑塘，周边环境日益恶化，昔
日清水塘变成臭气熏天、淤泥厚积、蚊虫密布的
臭水塘。赖以为生的灌溉水源日渐枯竭，村民只
能打井抽地下水灌溉，费时又费电，遇到旱季还
打不到水。

2022 年，该村坑塘被列入国家农村黑臭水
体治理试点项目，着重从生态修复和资源化利
用方面进行治理。

六鳌镇二级主任科员蔡荣宏介绍，除了把

控源截污、清淤疏浚等源头工作做扎实，项目
还着眼于做好资源化利用。生活污水经污水管
网收集后汇入主管，经过污水处理站处理后，
水质达到一级标准，尾水作为坑塘水体补充水
源，经坑塘水生动植物和 3 台曝气机进一步净
化后，通过智能化抽水机输送到周边 45 亩农田
喷灌，实现“生态循环、农水农用”，大大缓解了
新厝村农田灌溉用水不足的问题。该村完成底
泥清淤后，将淤泥就地干化，委托专业机构对
淤泥中有害物质进行鉴定和分类，将其中富含
营养物的淤泥作为园林绿地，实现黑臭水体淤
泥安全处置。

“黑臭水体的主要来源是农村生活污水。”
陈捍南介绍，接下来，漳浦将借鉴浙江等地的先
进做法，在盘陀镇通坑村试点推行农村污水就
地资源化利用模式，运用地下渗滤技术实现尾
水达标排放，采取“分级处理、分级利用”模式将
农村生活污水分为前、中、末段回用，实现“前端
肥水因需回用，中端肥水和末端净水因需接入
村民灌溉水管”，着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农
村污水资源化利用样板。

漳台厨师比做鱼

漳台两地厨师同台竞技。 郑文典 摄

治理黑臭水体，漳浦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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